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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及背景說明：
.關於「健康」的定義
討論「健康」的概念不能單單討論
個人的身體、心理健康，應該要擴
及個人所賴以生存居住的環境。

指一個城市能持續創新改善城市物
理和社會環境，同時能強化及擴展
社區資源，讓社區民眾彼此互動、
相互支持，實踐所有的生活機能，
進而發揮彼此最大潛能。

.關於「健康城市」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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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11項觀察指標評估：

1.提供乾淨、安全、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2.具有穩定且永續發展的生態系統。
3.具有強而有力且相互支持的社區。
4.具有對影響生活和福利決策高度參與的社區。
5.能滿足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
6.市民能藉多元管道獲得不同的經驗和資源。
7.多元化且具活力及創新的都市經濟活動。
8.能保留歷史古蹟並尊重地方文化。
9.有城市願景計畫，是一個有特色的城市。
10.提供市民具有品質的衛生與醫療服務。
11.市民有良好的健康狀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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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廣設活動中心，符合1.具有強而有力且相互支持的社
區、2.具有對影響生活和福利決策高度參與的社區、3.市
民能藉多元管道獲得不同的經驗和資源等3項指標之功能
。

.台南市成為「健康城市聯盟」成員
2003年台南市成為健康城市聯盟的一員，「健康城市」的
精神成為推動市政建設的上位指導原則。

.活動中心符合健康城市3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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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社區主義」的定義
社區主義是指一群具有生活價值歸屬感的人們，為達到
改善其自身的生活目標與層次，所形成一股共同的社區
生活意識，藉著社區人民自發性的參與公共事務，以培
養出關懷社區公共事務的精神與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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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民眾自主管理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是民眾的「公厝」、是民眾交流情感交換意
見的場所，也是匯合基層社會共識、促進地方社區意
識、培育社區主義的場域。

.功能－活動中心培育社區意識

依據「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辦法」，本
市各活動中心由里辦公處或社區發展協會，籌組活動中
心管理委員會，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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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凝聚社區意識邁向健康城市
在活動中心凝聚社區意識，並由「健康城市」上位市政建
設原則引導，導入健康生活意識，協助民眾實踐健康生活。

.策略－「一里一活動中心」＋「5大活化功能」
台南市普遍設置活動中心，推動5大活化功能促進地方民
眾互動，每一處活動中心都成為凝聚社區意識、交流市政
建設的據點。體質強健的社區為推動市政之助力。



在活動中心實踐健康生活

.本市現有活動中心

2002年，全市有140座活動中心，至2010規劃興建77
座活動中心。本府推動的「一里一活動中心」政策績
效達成率96%，全國第一。



在活動中心實踐健康生活台南市興建活動中心概況(91~99年度)

設置
情形

東區 南區 北區 中西區 安南區 安平區 總計

已完工
（含啟用

）

關聖里
崇善里
裕農里
路東里
裕聖里
自強里
復興里
德光里
和平里
虎尾里
德高里

再興里
新昌里
竹溪里
日新里
明亮里
新生里

賢北里
長榮里
永祥里
仁愛里
興北里
文元文成里
延平六甲里
開元元寶里
國興里
長德里
大豐里
三德里
光武里
成德里
玉皇里

福安里
開山里
文賢里
郡西里
萬昌公正里
協進里
永福三民小西里
赤嵌里

溪北里、安慶里
青草里、鹽田里
東和里、州北里
海南里、砂崙里
理想大安聯合社
區
媽祖宮社區、
公塭里、安西里
城西里、溪墘里
城東里、學東里

怡平里
億載里
育平里
平安里
華平里
建平里
漁光里

63

施工中
崇文崇成
里

南都里 塭南里 3

發包及
規劃中

後甲里 南華里
鯤鯓里
開南里
彰南里

天后里
郡王里

海西里、安富里
四草里

10

土地價購
撥用中

安東里 1

總計 13 11 15 10 21 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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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方式及創新性：
一、創造支持性環境：

二、推動「一里一活動中心」政策：

支持性環境指我們生活環境中的物理及社會環境，具
有鼓勵性、方便性、引導性、易於使用性的機能規劃，
包括人們居住的地方、社區、住家及工作場所。活動
中心具有此特性。

2002年至2010年共興建規劃77座，東區13座、南區11
座、北區15座、中西區10座、安南區21座、安平區7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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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活動中心5大功能」：
活動中心5大功能如下：
1.文化中心功能—辦理府城活動中心藝術季
2.學習中心功能—辦理市民學苑
3.圖書中心功能—辦理親子故事時間、輔導設置K書中心
4.社福中心功能—辦理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5.休閒中心功能—民眾交流情感的開放性空間

推動活動中心5大功能，孕育社區意識、提供身體
健康、心理健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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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功能：
1.藝術季活動包括動態演出及靜態展出
兩大類。

2.2007年、2008年、2009年及2010年連
續4年辦理。

.學習中心功能：
1.2003年本市首開各縣市風氣，開辦「市
民學苑」。

2.2008年開始以在活動中心上課為原則，
規劃五大課程：兒童青少年課程、生活
美學課程、優勢生活課程、健康體能課
程及人文藝術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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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中心功能：

（1）輔導活動中心附設K書中心：
因應台灣逐漸形成M型社會，2008年
輔導設置6座「活動中心附設K書中
心，每周至少開放10小時供民眾閱讀
使用。

（2）辦理活動中心親子故事時間：
為吸引親子一同使用活動中心，本府
2009年、2010年連續2年推出「活動
中心親子故事時間」，利用活動中心
說故事，與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神奇冒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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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福中心功能：
1.本府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落實在地

老化，鼓勵關心老人照顧議題的團體或
社區發展協會設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推動初級預防照顧服務。

2.截至2010年為止，本市已成立54個據點
其中有45個社區發展協會及9個宗教團
體、社福團體，共服務100個里。

.休閒中心功能：
1.民眾閱讀書報、休憩聊天、辦理喜慶聯

誼的所在。
2.常見社區發展協會、歌友會、舞蹈社
團、社區長壽會或長壽俱樂部、媽媽土
風舞隊等組織進駐使用，享受正當休閒
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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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籌組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

本府於1998年3月即訂頒「臺南市里社
區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規
定活動中心各項設施由區公所交與里
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成立管理委
員會，負責管理及維護工作。

五、建置活動中心資訊網：
本府2007年1月「臺南市里、社區活
動中心資訊網」正式上線，方便民
眾查詢活動中心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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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跨部門合作機制：
（1）水平整合：

1.民政處活動中心業務分屬自治行政科及民族事業科。
2.台南市活動中心業務管轄分屬於民政處與社會處督導
，辦理活動、考核時，行政管理及法務處、衛生局、環
保局、主計處等單位加入辦理。

（2）垂直整合：
1.依「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辦法」本市活
動中心係由各區公所管轄。

2.依同法規定，每座活動中心成立管理委員會。由里長、
社區理事長擔任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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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市民的參與機制與參與度：
1.本市「一里一活動中心」政策由社區主義引導。政
策的出發點著眼於市民，亦藉由市民的參與而實
踐。

2.「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由
里長或社區理事長，招募聘請里民組成。

3.「府城活動中心藝術季」：本活動由里辦公處或社
區發展協會等地方基層組織自行提出活動內容，市
府協助製作海報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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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民學苑」：市府每年度定期開辦市民學苑，由
有意願承辦之里辦公處或社區發展協會配合地方民
眾需求提出課程規劃。

5.「社區關懷照顧據點」：社區關懷照顧據點係社區
發展協會接受內政部輔導自行成立之志工團體，在
地居民照顧在地居民。



在活動中心實踐健康生活

伍、相關成果與成效：
一、文化中心功能：

辦理「府城活動中心藝術季」：
2007年、2008年、2009年及2010年連續4年辦理150
場次動靜態藝文活動，將藝文氣息導入鄰里社區，
累計約有30,000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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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中心功能：
1.辦理「市民學苑」：2009年起由民政處承辦市民學

苑，加強活動中心使用率及活化活動中心之目標，
全市開辦170班次、約4,300位學員學習。

2.2010年開辦111班次，約有2,800位學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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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福中心功能：
1.辦理「社區關懷照顧據點」：以活動中心為
據點，開辦54個社區關懷據點，讓社區長者
獲得更多支持與關懷。
2.關懷據點分布：東區9處、南區12處、北區13
處、中西區7處、安南區7處、安平區6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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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活動中心親子故事時間」：2009年以活動中
心為據點，全市辦理24場次親子說故事時間，計有
1,200人次參加。2010年辦理親子故事時間18場次，
計有900人次參加。

2.鼓勵「活動心中心附設K書中心」：2008年輔導設
置6處活動中心附設K書中心，約有10,000人次使
用。

四、圖書中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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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休閒中心功能：
1.提供市民辦理宴會、里辦公處辦理節慶聯誼活動。
2.歌友會、社區長壽會或長壽俱樂部、土風舞社團等
組織進駐使用，以活動中心為定期聚會聯誼或練習
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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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永續、維護與評估：
一、辦理標竿學習：

1.市府每年度辦理一次里、社區活動中心觀摩。參加
觀摩的成員有民政處、社會處、各區區公所、各活
動中心管理委員會幹部等與活動中心業務相關人員。

2.2007年觀摩永寧、崇德等活動中心。2008年觀摩明
興、莊敬活動中心。2009年觀摩王城西、大恩活動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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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活動中心考核：
1.市政府於每年5月辦理書面考核、11月辦理年度實地

考核、並得辦理不定期現場抽查。
2.實地考核由民政處、社會處率領公共工程處、衛生

局、環保局相關單位代表組成考核小組。
3.市府於2007年1月修定實施「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
督導考核要點」，並於2008年5月再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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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中心年度表揚：
1.依據「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督導考核要點」規

定，里社區活動中心考核分成推薦組與抽籤組各
取前5名。

2.2009年台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考核：
推薦組第一名文元文成、第二名富強、第三名國
宅、第四名文平、第五名理想大安。
抽籤組第一名崇德、第二名沙灘忠誠、第三名安
中、第四名力行、第五名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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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1.活動中心是基層里鄰的公共空
間及凝聚地方共識的開放場所，
潛移默化中民眾在此培養社區自
我意識。

2.市府透過活動中心辦理 一系列
活動，促進社區意識扎根成長。
體質強健的地方基層組織，是推
動市政建設的重要助力。

3.「活動中心5大功能」可加強民
眾體能、提升民眾心理健康、
提供民眾支持服務。



在活動中心實踐健康生活

3.本市96%的里民擁有屬於自己的活動中心，使用活動
中心的範圍覆蓋全市96%居住人口，象徵96%的市民朋
友接觸到健康生活的觀念，加強身體、心理、社會層
面的健康。

4.市府民政處主政之「一里一活動中心+5大活化功能」
政策原始初衷，係創造公共空間培養里鄰地方社區意
識，然而在更高層次「健康城市」政策的引導，活動中
心亦成為推動台南市健康生活的政策、實踐健康生活的
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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